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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ing-business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for one place’s comprehensive competi-
tiveness. Basing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to 200 enterprises during September 
2019,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Dongguan’s doing-business environment,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current doing-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
tions to improve doing-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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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商环境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以2019年9月进行的面向200家企业的问卷调研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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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了东莞市营商环境的总体状况，分析了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优化营

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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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商环境是人才、资金、项目流动的风向标，关乎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城市走向世界的名片，也是城市参与全球合作的核心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深化改革

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0 年中国营商环境

世界排名已由之前的第 46 位上升至第 31 位，营商环境改革成效显著，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正

逐步获得世界认可。上述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由世界银行按照其通用标准进行打分获得。该评价标准共

分为十大类 43 个指标。对我国的打分选取了上海和北京两地作为样本。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标准虽然

具有国际可比性，并为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投资选择提供了参考，但由于该套指标体系过于强调企业开办

前的准入条件，忽视了企业落地投产后的运营环境，而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较为明显，不少企业面临进入

容易运营难的问题。为此，我国试图构建一套既具有较强可比性，又能反映中国实际国情的营商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国务院从 2017 年开始开展构建我国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目前还处于试运行及调整阶段。在我

国总体评价体系尚未成熟及使用之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先行先试，制定并公布各自的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如广东珠海、河南、山东等，这对促进各地营商环境综合改革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营商环境改革事关重要，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较多的研究。丁邡等(2020) [1]评估我国优化营商环境

的成效。丁鼎等(2020) [2]构建了一套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以我国 36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廖福崇(2020) [3]基于企业的实际调研数据，分析了“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提升的影响。曾慧等(2020) 
[4]比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改革的成效。苏泠然等(2020) [5]还对有关的营商环境理论与实践进

行梳理总结。总的来看，除了少数研究外(如廖福崇(2020) [3])，对具体城市的营商环境实践调研成果并

不多见。为了解企业对东莞市当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情况，课题组通过走访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随

机抽取东莞市辖区内的不同企业开展摸底调研。 

2. 东莞市营商环境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历时半个月(2019 年 9 月)，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问卷，通过政府经济与统计部门渠道发放问

卷，共发放 200 份，回收 180 份，回收率 90%。问卷共设置基础设施、人才资源、金融服务等 18 类分项，

来收集受访企业对东莞营商环境的总体认识与评价。从企业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占 50%，国有、集体和

中外合资企业各占 3.3%，股份合作企业占 1.7%，其他类型企业占 38.3%；从所属行业来看，制造业占

85%，批发和零售业占 5%，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各占 3.3%，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

业各占 1.7%；从注册经营年限来看，10 年以上、5~10 年、2~5 年各占 61.7%、25%和 13.3%；从企业职

工人数来看，50 人以下、50~100 人、100~500 人、500~2000 人、2000 人及以上各占 13.3%、2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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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和 16.7%；从企业近三年的年均营收入(人民币)来看，500 万元以下、500~2000 万元、2000~5000
万元、5000 万元以上各占 10%、15%、20%和 55%。 

3. 企业对东莞市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状况 

3.1. 总体情况 

3.1.1. 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 
此次调研由企业对当地总体营商环境和营商环境各方面情况进行打分评价，评价等级分“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不满意”五个档次。从企业对东莞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情况来

看，“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各占 13.3%、53.3%、31.7%和 1.7%，没有

企业评价“不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计占 66.6%。 

3.1.2. 逾八成企业认为东莞市营商环境有改善 
近年来，东莞市不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提高不动产登记效率，提升纳税

便利度，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服务，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成效显著，便民利

企服务进一步优化。另外，东莞市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升企业获得水、电、气便利度，提高用地

审批效率，在要素供给侧改革方面持续发力，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从调研结果来看，企业认为近三年

来东莞市营商环境总体上有很大改善的占 11.7%，认为有所改善的占 70%，认为没变化的占 10%，认为

有所恶化的占 8.3%。其中认为有很大改善和有所改善的占比 81.7%。 

3.2. 具体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除企业对当地营商环境进行总体评价之外，还对当地营商环境的不同方面进行选择评价。

为便于统计，在结果分析过程中对评价的“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不满意”

五个等级分别赋值 100、80、60、30 和 0 分，最后按照加权平均方法进行计算。 

3.2.1. 从各分项营商环境满意度来看，企业对法治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满意度更高 
从赋值计分情况来看，调研企业对当前东莞市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为 75.5 分，基础设施环境、人

才营商环境、金融环境等 18 类分项的平均值为 72.3 分，两者较接近，表明调研结果可信度比较高。如

图 1 所示，分项中分值最高的是法治环境、基础设施和自然生态，分别为 77.2、76.7 和 76.2 分；分值最

低的是经营成本、中介服务和其他环境，分别为 67.5、67.3 和 66.2 分。从对各分项的关注程度来看，企

业最关注的是经营成本、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分别占比 26.2%、14.8%和 14.8%。另外，企业对政务服

务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的配套、质量环境和城市发展环境也较为关注。 

3.2.2. 企业对营商促进政策较认可，对减税降费政策和基础设施环境给予较高评价 
从企业对当前政府部门制定落实促进营商政策的评价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4.7 分，其中政策

宣传力度、政策公平性和政策执行力度得分较高，分别为 76.6、76.4 和 76.4 分；得分较低的是政策的完

备与系统性，得 71.9 分。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最需要加强或完善的政策是降税减费方面和人才引进、培养

方面的政策。从当地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80.4 分，其中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减免、税收优惠及减免扣除政策和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得分较高，分别为 83.4、82.1 和 82 分；

得分较低的是政府性基金减免和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第三方评估组织收费，分别为 76.2 和 78.6 分。从政府

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环境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9.4 分，其中得分较高的是供水、供电、物流配套

和网络通信，分别为 85、81.8、80.5 和 80.2 分；交通运输、供气和环保设施得分较低，分别为 74.8、76.7
和 76.7 分，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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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从 A 到 R，分别表示：基础设施、人才资源、金融环境、自然生态、社会保障资源、宏观政策、政务服务、科研创新、外

贸与外资、中介服务、物流环境、法制环境、经营成本、消费市场、产业发展、重商亲商、城市发展和其他环境。 

Figure 1. Correspondents’ assessment on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contents of doing-business 
图 1. 企业对各分项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分值 
 

 
其中 A 组表示营商促进政策评价，从 A1 到 A9 分别表示：政策吸引力、政策公平性、政策透明度、政策稳定与持续性、政策执行

力、政策宣传力度、政策可操作性、政策扶持力度、政策完备与系统性；B 组表示减税减费政策评价，从 B1 到 B7 分别表示：“营

改增”打通抵扣链条、税收优惠及减免扣除政策、涉企行政事业收费减免、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收费、政府性基金减免、规范第三

方评估组织收费、加强收费监督检查；C 组表示基础设施环境评价，从 C1 到 C7 分别表示：供水、供电、供气、交通运输、网络

通信、环保设施、物流配套。 

Figure 2. Correspondents’ assessment on grade of doing-business policy reform,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infrastructure 
图 2. 企业对营商促进、减税降费政策，基础设施评价分值 

3.2.3. 企业对部分事项手续办理便捷度给予肯定评价，对政务服务方面满意 
如图 3 所示，从企业对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便捷程度评价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3.3 分，

其中得分较高的是五证合一登记、纳税交费和消防手续，分别为 87.1、83.1 和 77.3 分；建设施工、用

地手续、不动产登记和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得分较低，分别为 64.8、66.7、68.5 和 69 分。从政府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推进政务服务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82.3 分，该项所包含的“一网通办”

和在线办理、“一窗通办”和综合办理、优化服务范畴和简政放权、“最多跑一次”和一次办结、主

动服务和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等五项分别得 85.7、84.7、81.3、81 和 79 分。从政府部门为企业发展提供

的服务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5.7 分，各分项分值较平均，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得分靠前，分别

为 79.1 分和 78.4 分。从政府部门为居民生活提供的公共服务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5 分，其中

治安方面得分较高，为 81 分，其他分项分值较平均。另外，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评价分值

为 82.2 分，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办事、执法、检查的规范性评价为 81.2 分，对当地政府实施的“放

管服”改革的总体评价为 72.2 分，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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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从 A 到 O，分别表示：五证合一登记、用地手续、建筑施工、环评等可行性评估、消防手续、不动产登记、水电气报装、

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纳税交费、知识产权申报、海关进出口、外汇管理、检验检疫、出口退税、投诉申报。 

Figure 3. Correspondents’ assessment on grade of convenience for finishing procedures 
图 3. 企业对部门相关事项手续办理便捷度评价分值 
 

 
其中 A 组表示政务服务评价，从 A1 到 A5 分别表示：一网通办在线办理、一窗通办综合办理、最多跑一次一次办结、优化服务简

政放权、主动服务响应企业需求；B 组表示企业发展相关服务评价，从 B1 到 B6 分别表示：政策咨询、创业辅导、人员培训、信

息服务、就业服务、法律咨询和援助；C 组表示居民生活公共服务评价，从 C1 到 C8 分别表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居

住条件、文化娱乐、交通、治安和环境绿化。 

Figure 4. Correspondents’ assessment on grade of government affairs service, service to residents and enterprises provided 
by government 
图 4. 企业对政务服务，政府为企业、居民提供服务评价分值 

3.2.4. 企业对市场竞争、社会信用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较满意，认为政府部门较少干预企业生产经营 
企业对所在行业市场竞争环境总体评价分值为 76.3 分。从政府部门维护市场秩序的各方面机制来看，

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4.8 分，其中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和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保障得分较高，分别为

78.7、77.3 和 77.2 分。企业认为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干预的占 46.7%，干预很少的

占 43.3%，干预较多的占 10%。对当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评价分值为 75.9 分。从当地社会信用环

境建设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4.9 分，该项所包含的征信体系建设、信用信息公示建设和信用奖惩

机制建设分别得 74.5、75.2 和 75.2 分。企业对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评价分值为 73.6 分。从当地知识

产权保护和维权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 70.5 分，该项所包含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知识产权维权成

本、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分别得 69.7、70、70 和 72.4 分，如图 5 所示。 

4. 东莞市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审批事项材料复杂、环节多、时间长，部分检查实效性不强 

在办理审批事项过程中，企业虽然很少遇到办事讲交情、找关系、“红顶中介”现象和部门不担当

或推诿扯皮等情况，但仍然存在个别基层部门审批事项申报材料太复杂或未一次性告知、审批环节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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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太长、同一环节涉及部门太多等问题。在接受各类执法检查过程中，大部分企业认为政府行为规范，

但同时有企业反映政府部门存在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有企业反映一些政府部

门检查工作重形式轻实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缺乏指导性建议，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对小微企业的重视

程度远不及大中型企业。比如在环保标准上，往往以大中型企业标准过于严格地要求小微企业，忽视小

微企业环保能力偏弱的现实，小微企业较难承受相应环保检查压力。 
 

 
其中 A 组表示市场秩序相关机制评价，从 A1 到 A8 分别表示：市场准入、市场监管、行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

市场退出、合法权益保障；B 组表示社会信用建设评价，从 B1 到 B3 分别表示：征信体系建设、信用信息公示建设、信用奖惩机

制建设；C 组表示知识产权保护评价，从 C1 到 C4 分别表示：知识产权维权成本、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 

Figure 5. Correspondents’ assessment on grade of market order,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图 5. 企业对市场秩序、社会信用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评价分值 

4.2. 人才紧缺问题比较突出，招工难现象依然存在 

企业反映中高端人才难招，而普通员工招工难的问题长期存在。当前欠缺的发展人才类型主要是专业

技术技能人才、基础研发人才、普通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等。问及当地人才市场能否满足企业发展的人才

需求时，46.6%的企业认为有缺口，部分或全部人员需要从外地招收或引进。企业认为人才难招、招了留不

住。就公共服务方面的因素而言，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不足是关键问题所在。据部分企业反

映，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务派遣、灵活用工、人力资源外包等各种招工就业形态都有，市场监管难度较大。

企业反映劳务派遣市场问题较多，劳务派遣公司向人员需求企业开高价、向劳务人员出低价、鼓励劳务人

员跳槽离职以满足其劳务派遣人员供给等问题存在，使得企业招工、人员就业两难现象较为突出。 

4.3. 融资需求两极分化，部分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困难和问题较多 

调研显示，企业对信贷融资需求这一问题分化较大。部分生产经营情况较好、流动资金充足的企业

没有融资的需求，而部分企业面对转型升级、贸易摩擦等国内外多变的经济形势，面临流动资金紧张、

融资不到或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困难较多。在是否存在融资难问题上，41.1%
的企业认为不存在，50%的企业认为存在但不严重，8.9%的企业认为存在且比较严重。41.8%的企业认为

当前企业的融资成本高，54.5%认为一般，3.6%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低。相比 2018 年同期，36.3%的企

业认为融资成本有上升，56.4%认为持平，7.3%认为小幅下降。企业认为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可

抵押物少、融资中间环节多和融资费用高。 

4.4. 关税高、厂租贵、人工涨等诸多因素推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升级，美国不断加码的关税政策使得对美外贸进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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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较困难。部分企业反映，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企业有加大或打算向东南亚

等地区投资的计划。当前地价、房价上涨速度较快，厂租价格也随之上涨，企业认为当地厂租比以往上

涨幅度大，相较内地城市性价比不高，企业反映在内地部分城市可享受一定时期的免厂租优惠，对企业

投资具有较大吸引力。人工上涨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的主因之一。新生代劳动力成为当前劳务市

场主力军，其数量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工作耐受力低，择业需求基本是“去制造业化”，热衷于电商、金融、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工作条件要

求多元化，对工作强度、工作环境、人文关怀、待遇水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企业招工成本上涨

成为必然。诸多因素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涨，企业的生存压力增大。 

5. 东莞市营商环境改革对策建议 

5.1. 对标先进，看齐一流，向营商环境先进城市取经 

伴随着多个领域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我国各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正得到不断的优化，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激发与释放。全国营商环境改革走在前列的有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这些城市的贸易

投资、产业发展、人才发展、政务环境、绿色发展和法治环境等主要衡量指标改革力度大、成效显著，

所探索的领域广阔、深入，对企业反映最突出、社会最关切的问题回应积极。营商环境先进城市提供了

大量可复制推广借鉴的改革举措，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办、数字化联合审图等一

系列可复制的改革举措均值得学习借用。东莞需要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着力推动制度创新，

积极对标、主动看齐先进城市营商环境。可以组织行政团队学习借鉴并推广营商环境先进城市的先进经

验与方法，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政务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不断强化公正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改

革推动降低涉企收费，减轻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下足硬功夫打造好发展软环境，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和办事效率，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5.2. 提质提效，扩容增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 

围绕来莞投资、经营、务工的企业和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提供更多、更优质、更利企便民的公共

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便民、利民、廉洁、务实、高效，实现涉企公共事务流程更简、时限更短、服务更

优。积极发展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智慧政务，以大数据为核心，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快“数字政府”

改革建设，推进“政务数据大脑”在营商环境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统筹力度，全面打通数据壁垒，实

现更多领域、更多事项、更多环节的政务服务数字化、网络化，为企业和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开透明

的公共服务。积极建设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平台，实现开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发票、

用工信息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全流程在线申报。建立和完善“一窗通办”政务服务平台，推动市场监管、

公安、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数据同步，实现企业信息一表填报、数据部门共享、业务办理同

步、结果实时更新，节省企业和公众的办事成本。加快推行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

间，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减少企业办理后续税务、社保、公积金、银行等开办企业事项的环节。争取政

务服务能减省的环节大幅减省，能简化的流程切实简化，能上网的事项尽快实现网络平台推广，力求大

部分办理事项“一次不用跑”。暂时不能上网的办理事项，通过发布办理指南和标准化材料清单，一次

性告知企业和公众办事要求，实现各项办理事项“最多跑一次”。 

5.3. 消除“痛点”，解决“难点”，不断提高企业营商环境“获得感” 

切实解决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的诉求，通过强服务、降成本、稳后方等措施为企业排忧纾困。进一

步优化税收政策，降低办税成本，切实落实好“营改增”政策，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主动上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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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了解企业对政策的看法和建议，减省办税流程，减轻企业办税压力。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行为，将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减少到最低，实行清单化管理，提高中介市场开放度，规范中介市场运

行，营造服务高效、公平竞争、管理规范、监督有力的中介服务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

为，探索建立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制度，完善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相关配套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杜绝随意检查、选择性检查、重复检查、频繁检查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清理整顿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严肃查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违规案件，集中治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签订不实员工就

业协议、不履行审查信息义务、哄抬或操纵人力资源市场价格等问题。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组织劳

动者非正常频繁更换用人单位，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记入其诚信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切实规

范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供需行为。做好人才培养和人才吸引工作，缓解招工和就业结构性矛盾。推进教

育扩容提质，多渠道解决人才子女入学需求，健全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和设施，强化城

市文化底蕴建设，提升城市环境宜居度，让东莞对外来人才更具吸引力。精准出台和实施企业信贷融资

政策，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对上市的企业给予政策资源倾斜。建立

有效的融资服务平台，为各类资金供给方搭建与中小企业沟通合作的桥梁。进一步鼓励引导民间融资和

小额信贷，大力为中小企业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直接融资需求。 

5.4. 提升品质，创造条件，以更优的营商环境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东莞当前面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省改革创新实验区“三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

强化营商环境改革，促进规则相互衔接，重点推动与港澳制度规则相互衔接，着力解决经贸规则、税收

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对标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打造便利化

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通办，在莞穗、莞深政务通办的基础上，将通办范围拓展至港澳

和大湾区其他地区，进一步促进粤港澳三地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便捷流动。大力发

展城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构建“内聚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强化科技创新协同合作，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高校特

别是港澳高校合作，加强创新要素对接，争取引进更多高水平高校和研发机构落地，在共建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中发挥东莞优势，以科技创新发展促进营商环境建设。进行重点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充分

下放事权，推动重大平台先行先试。发挥平台体制灵活、具有特殊政策的优势，做好与南沙、前海自贸

区全方位的无缝对接，大胆创新和探索，吸收借鉴自贸区先进经验，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

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通过不断提升城市文化价值、营造城市商业氛围、改善城市生活条件，建

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城市，积极参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努力形成东莞全面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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